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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深度行业报告 

核心观点 

 政策：多政策促天然气发展，管网建设将进入新一轮快车道 

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

油气管网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新建天然气主干及配套管道 4万公里，

至 2020 年总里程达到 10.4 万公里，干线输气能力超过 4000 亿立方米/年，到

2025 年总里程达到 16.3万公里。2019年 3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规划管理办

法》，要求油气管道形成全国“一张网”，油气管道、接收站及储气库属于重点

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接受第三方机构的评估和监控，督促相关行业投资。我

国管网公司也有望成立，据路透社消息，长输管道将从三桶油中剥离出来，若

对其股权的 50%进行融资，融资额将达到 2000 亿元左右，从而满足部分的管网

投资需要。 

 需求：天然气市场供不应求，进口推动管道建设 

2018 年国内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280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8.1%，各行业用气

量均大幅增长。根据“十三五”规划，预计天然气管网 2020年建成 10.4万公

里，而 2018年天然气管网里程 7.7 万公里，，2019 年仍有 2.5 万公里的建设工

程待实现。国内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程度低，储气库及接收站需要互联互通的

管道才能平衡我国南北的季节性需求差异和东西的供需地差异，并缓解意外事

故的影响。 

 天然气长输管道投资将利好管材制造及工程施工企业。长输管道的建设也

要配套储气库，我们预计 2019-2020 年间最少需要 1000 亿元才能满足 2025 年

超过 4000 亿方的国内天然气需求。 

预计 2019-2020 年天然气管网投资额将接近 3000 亿元，其中管材投资额将达

到 1800 亿元，广义的管道建设投资额将达到 1200亿元。2019-2025 将新建 8.6

万公里的天然气长输管道，平均年投资额将超过 1000 亿元。考虑美国天然气

管道建设成熟，一亿方天然气消费配套的管道长度为 41 公里，而我国仅为 32

公里。以现有的投资规划仅够满足基础需要，后续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再考虑

储气库带来的工程建设及相关设备如压缩机的采购，建议关注产业链上的以下

标的：中油工程、石化油服、石化机械、金洲管道、玉龙股份等。 

 风险提示： 

“煤改气”进展不及预期；油气管网投资出现较大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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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气管道建设现状 

1.天然气管道输送简介 

天然气因其清洁高效的特性，已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能源之一。天然气有多种

输送方式，主要包括管道运输（PNG）、液化天然气运输（LNG）、压缩天然气运

输（CNG）、天然气合成油运输（GTL）、吸附储运（ANG）及天然气水合物储运

（NGH）等。目前，我国天然气长输管道蓬勃发展，全国性管网逐步形成；同

时，用 LNG与 CNG公路罐车运输天然气已经遍及全国管道供气尚未覆盖的城镇。

在陆地采用天然气管道运输方式最为稳定有效，适宜大规模输气。 

 

图 1： 长输天然气管道流程图 

 

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 三种天然气运输方式特点 

运输方式 特点 

管道运输（PNG） 
PNG是天然气输送最稳定、有效的方式，但管道投资巨大，当输气规

模小而运输距离长时，单位体积天然气输气成本较高。 

CNG罐车运输 
CNG罐车运输是城镇燃气供应的有效方式，尤其适于小规模市场，但

由于CNG罐车单车运气量小，受规模和运输距离的限制较大。 

LNG罐车运输 
LNG罐车运输单车运气量增大，但液化流程复杂，LNG工厂建设投资

大，液化费用高。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天然气管道与原油管道的差异： 

我国能源改革推动天然气需求快速增长，天然气管道也相应地增加。与过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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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管道相比，天然气管道承载的客体不同。天然气常温常压下属于气态适宜管

道输送，而且不同气源的天然气差异不大，经简单过滤后可以统一输送。因天

然气相比液体可压缩，输送难度比原油要大一些。 

 

表格 2. 天然气与原油管道差异 

 

天然气管道 原油管道 

动力来源 压缩机 离心泉 

温度要求 冷却 加热 

流速要求 设定最高输量 设定最低输量 

压降规律 呈抛物线，先慢后快 呈直线 

高程反应 迟钝 敏感（需要减压站） 

管存能力 管存量变化 管存量固定 

兼容性 好 差 

分输形式 下游零售 下游炼厂 

稳定性 波动 平稳 

环境影响 影响较小 一旦泄露污染严重 

资料来源：供气通，川财证券研究所 

 

观察天然气产业链构成，作为中间桥梁环节的天然气管网在其中作用不可忽视。

与之相关的气源可归纳为三类：进口管道气、自采天然气、进口 LNG。进口

管道气与自采天然气直接对接骨干管道，进口 LNG 经 LNG 接收站处理后对接

骨干管道，骨干管道输送至省级管道，省级管道至市级管道，最后输送至用户

端。 

 

图 2： 天然气产业链及价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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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债资信，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3： LNG 流程图 

 

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2.进口天然气依赖管道输送 

我国气源包括国产气与进口气，其中进口气比例快速上升，2018 年进口气占

比上升到 43%，未来仍将维持快速上升趋势。2018 年我国进口天然气达 1257

亿立方米，增量达 3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到 43%，同比增 6.2个百分点。

在进口气中，管道气和 LNG 分别占进口量的 17.2%和 26%。2017 年至 2018 年

进口气所占比例提升，气态进口天然气与液化进口天然气均增加了 2个百分点。 

 

图 4： 我国进口气的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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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5： 国内天然气供需及对外依存度 

 

资料来源：Bloomberg，川财证券研究所 

 

我国天然气进口管道主要有 3 条：现在输气量最大的是中亚管道，2018 年进

口气量 475 亿方；中缅天然气管道 2018 年进口量相对较小；2019 年 12 月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修通，它是我国东部地区唯一的进口天然气管道，合同期

30 年，年输气量 380 亿方，接近我国管道气进口总量的 70%，将极大的保障

我国管道气的进口来源。 

以中亚管道为例，中亚管道现有输送能力 850 亿立方（约 6290 万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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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输送量 1377 万吨，利用率约为 44%，2018 年上半年中亚管道进口

气 1635.6 万吨，利用率约 52%。 

 

图 6： 我国管道气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Bloomberg，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7： 天然气进口量增加  图 8： 管道气进口量增长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中美贸易摩擦将加强我国对管道气的依赖。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

国亦采取反制措施，其中包括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对进口美国 LNG 加征

10%关税。北美是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速最快的地区，2018 年的天然气产量约

1.1 万亿立方米，增速 9.1%，其中美国的产量超过 9000 亿立方米，增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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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LNG总量达到226万吨，占中国LNG进口份额的4%。

美国 LNG 出口能力还将大幅增长，预计到 2020 年达到 6620 万吨/年。贸易

摩擦或改变中国进口 LNG 的来源，提高我国对稳定运输的管道气的依赖。 

 

3.管道建设增加布局，需加快互联互通 

2017 年，全国新增天然气管道里程约 2941 千米，总里程达到约 7.72 万千米

（已扣减退役封存管道），以西气东输系统、陕京系统、川气东送、西南管道

等为骨架的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的全国性供气网络进一步完善。 

我国“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外供”的供气格局已经形成，但

管网布局仍欠缺完善，互联互通仅是刚刚开始。截止 2017 年底，全国天然气

管网总里程达 7.72 万公里，总输气能力约 29 亿方/年。天然气主干管网已覆

盖除西藏外全部省份。长输天然气管道总里程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占

比分别为 69%、8%、7%，垄断性较强。但目前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各

管输企业所属管道相对独立，企业间应急保供能力仍有待提高。我国现也有大

量在建天然气管道。2018 年 2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加快推进 2018 年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要

求对陕京四线增压工程、广西 LNG 接收站与中缅天然气管道联通项目、蒙西

煤制气管道、鄂-安-沧天然气管道等 10 个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加快

建设进度，确保各项目按期投产，强化国内天然气互联互通串换能力，提升冬

季天然气应急调峰能力。 

 

图 9： 三桶油的天然气管道里程 

 

资料来源：《2017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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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已建的重要天然气长输管道 

 

资料来源：《2017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1： 在建的重要天然气长输管道 

 

资料来源：《2017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国际燃气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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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需推动建设、要求管道中立地位 

1.天然气市场供需高涨 

中国作为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的大国之一，已探明天然气储量逐年上升，生产

与供应能力持续增强。2018年，国内天然气产量达 161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占全球天然气产量比重为 4.06%。但 2008年以来，我国利用天然气用途

广泛，清洁取暖、煤改气等政策推动下天然气供给远不及消费，2018 年国内

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280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8.1%，各行业用气量均大幅增

长。2017-2018 年每月消费量增长幅度远大于产量增长幅度，这意味着仅仅依

赖国产气发展难以满足天然气需求。 

 

图 12： 我国的天然气供需量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3： 天然气供需的月度变化（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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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4： 我国天然气的需求结构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与美国相较，部分能源指标上我国仍存上升空间。比较中美间管道长度与能源

消费量的比例，可见中国在管道建设上的道路还很长。 

 

图 15： 中美原油与天然气消费量比较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3. 中美天然气消费量和管道长度 

 2017年能源消费量 管道长度（万公里） 管道/消费量 

 
原油 

（亿吨） 

天然气 

（亿方） 
原油和成品油管道 

天然气长输管

道 
原油 天然气 

美国 8.70 7394.5 30 30.5 3.45 0.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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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5.95 2404.0 4.8 7.7 0.81 0.0032 

资料来源：Wind，知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2.多政策促天然气发展，管网建设进入新一轮快车道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出台以来，国家已制定多项促进天然气发展的

政策与规划，涵盖天然气进口，天然气价格，配套 LNG 接收站及储气库建设，

管网运营机制改革等多个方面。 

 

表格 4. 促进天然气发展的政策与规划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推进电力体制和油气管网运营

机制改革 
能源局 2018/12/27 

要坚持抓改革、强市场，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积

极推进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 

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

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2018/9/5 

强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快天然气管

道、LNG 接收站等项目建设，集中开展管道互联互通

重大工程，加快推动纳入环渤海地区 LNG 储运体系实

施方案的各项目落地实施；构建多层次储备体系。 

京津冀 6省市 2018LNG储气罐

及配套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发改委 2018/6/13 

为支持重点地区到 2020 年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

政区域平均 3 天需求量的应急储气能力，下发经费用

于北京、天津、河北等 6 省（市）LNG 储气罐及配套

设施建设。 

《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的通知》 
发改委 2018/5/25 

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

理，在上浮 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

站价格，最大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每千立方米 350

元。 

《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国

务院 
2018/5/21 

针对石油天然气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

油气勘查开采、进出口管理、管网运营、生产加工、

产品定价体制改革和国有油气企业改革，释放竞争性

环节市场活力和骨干油气企业活力。 

《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

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的意见》 

发改委、能源

局 
2018/4/26 

构建以地下储气库和沿海LNG接收站储气为主的多层

次储气调峰系统。计划到 2020 年，供气企业要拥有不

低于合同年销售量 10%的储气能力；城镇燃气企业要

形成不低于年用气量 5%的储气能力；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日均 3 天需求

量的储气能力。 

关于对页岩气减征资源税的通

知 

财政部、税务

总局 
2018/4/3 

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对页岩气

资源税（按 6%的规定税率）减征 30%。 

《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发改委 2018/2/26 
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7.5%左右，产量 1600 亿方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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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

导意见》 
发改委 2017/6/20 

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加强城镇

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促进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 

《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7/5/21 

建立天然气调峰政策和分级储备调峰机制，明确政府、

企业、和大用户的储备调峰责任与义务。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 发改委 2016/12/24 

以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目标，逐步

把天然气培育成主体能源之一，构建结构合理、供需

协调、安全可靠的现代天然气产业体系。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国务院 2014/11/19 

大力发展天然气，推进能源替代，到 2020 年，天然气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 10%以上。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发改委、国务院及环保部官网，川财证券研究所整理 

 

在政策推动下，管网建设也进入新一轮快车道。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

将新建天然气主干及配套管道 4 万公里，至 2020 年总里程达到 10.4 万公里，

干线输气能力超过 4000亿立方米/年，到 2025年总里程达到 16.3万公里，预

计 2030年将超过 20.0万公里，并形成“主干互联、区域成网”的全国天然气

基础网络。 

 

 

表格 5. 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主体 项目 

天然气 

跨境跨区干线管道：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四线五

线、陕京四线、中俄东线、中俄西线(西段)、川气东送二线、新疆煤制气外输、

鄂安沧煤制气外输、蒙西煤制气外输、青岛至南京、青藏天然气管道等。  

区域互联互通管道：建成中卫至靖边、濮阳至保定、东先坡至燕山、武清至通

州、建平至赤峰、海口至徐闻等跨省管道，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供气支线。  

储气库 

已建项目扩容达容：大港库群、华北库群、金坛盐穴、中原文 96、相国寺等。 

新建项目：华北兴 9、华北文 23、中原文 23、江汉黄场、河南平顶山、 江苏

金坛、江苏淮安等。  

资料来源：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6. 十三五管道与储气库重点项目 

长输管道重点项目  

“十二五”结转项目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闽粤支干线、西气东输四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陕京四线、楚雄-攀枝花天然气管道、青藏天然气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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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四大进口通道  中亚 D 线、西气东输五线。  

干线管网建设 川气东送二线、鄂尔多斯-安平-沧州管道、青岛-南京管道、国家主干管

道向 长江中游城市群供气支线等。  

区域管网和互联互

通管道  

建成中卫-靖边、濮阳-保定、东仙坡-燕山、武清-通州、海口-徐闻、建平

-赤峰、杭锦旗-银川、重庆-贵州-广西、威远-荣昌-南川-涪陵等天然气管

道；加强省内供气支线建设，扩大市场覆盖范围。  

储气库、煤层气、页

岩气、煤制气外输管

道  

文 23-豫鲁支干线、陕 43-靖边配套管道，适时启动蒙西、蒙东煤制气配

套管道。  

地下储气库重点项目 

已建、在建储气库扩

容达容  

中石油大港、华北储气库群、呼图壁、板南、苏桥、相国寺、陕224、双

6、金坛、刘庄盐穴储气库、中石化中原文 96、金坛盐穴储气库等。  

新建地下储气库项

目  

逐步建成中石油文23、中石化文23、江汉盐穴、卫城、朱家墩，研究推

进适时建设陕43、克75、淮安、长春气顶、双坨子、应城、樟树、平顶

山盐穴、赵集、光明台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配套储气库等。 

资料来源：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川财证券研究所 

 

近期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全国统一的油气管网建设有效地避免重

复建设，推动无歧视准入，促进油气市场多元竞争。2018 年 6 月曾有报道称

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将把旗下管道资产及员工剥离,并转移至新管网公司,

再按各自管道资产的估值厘定于新公司的股权比例,预计新公司估值约 3000

亿元至 5000 亿元。与此同时,新管网公司获注资产后,拟引入约 50%社会资本,

包括国家投资基金及民营资本,新资金将用于扩建管网；新管网公司将寻求上

市。因此未来管网建设将逐渐摆脱三桶油的资本支出,管网公司引入民营资本

将扩大投资主体,管道建设市场日益多元化，民营资本企业迎来新机会。2018

年 12月 27 日，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国家能源局明年将积极推

进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 

 

3.油气管网运营改革，管道技术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已在管道、设备、控制系统等方面取得改进与突破，管道管径进一

步增大，压力进一步增强，钢级实现优化，关键设备和控制系统逐步实现国产

化创新及应用，智能建设不断融入管道综合应用过程中。 

 

表格 7. 我国管道、设备、控制水平不断提高 

项目 技术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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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水平 

 2015年10月，在我国新疆哈密市建成了亚洲第一个管道断裂控制试验

场。 

 2015年12月，成功开展管径1422mm、管材X80直缝管爆破试验。 

 2016年11月，成功开展管径1422mm、管材X80螺旋管爆破试验。 

 2016年12月，成功开展管径1219mm、管材X90钢管全尺寸爆破试验。 

 目前，我国正进行超大输量天然气管道关键技术的可行性研究。 

设备水平 

 2013年5月，我国首套20MW电驱压缩机组在西二线高陵压气站建成投

运。 

 2014年，正式启动了执行机构（电动、气液联动）、关键阀门（旋塞阀、

止回阀、强制密封阀）、流量计（超声波、涡轮）等5大类16种管道设

备国产化研发工作。 

 2016年9月，首套国产30MW燃驱压缩机组于西三线烟墩压气站建成投

运。 

 2017年5月，中国石油西部管道公司烟墩作业区国产阀门试验场完成了

6台国产56"Class900全焊接球阀工业性测试。 

 2017年6月，完成了油气管道流量计国产化工业性试验的现场验收。 

 2017年9月，完成了国产56"Class900全焊接球阀对应国产执行机构的

现场工业性试验。 

控制系统 

 2014年7月，国产RTU（远程终端单元）阀室PLC（可编程控制器）控

制系统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成品油管道首次使用。 

 2017年10月，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国产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

系统即PCS（过程控制系统）通过专家验收。 

资料来源：《石油规划设计》，川财证券研究所 

 

4.供需主体要求管道中立地位 

2018 年 8 月，发改委发布《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

主要因为天然气生产或进口企业需要用主干管网或省网等管道基础设施将上

游天然气输送给下游用户。若中国天然气行业中游设施不对第三方公平开放，

其他上游主体即使有气也不能输送给下游用户，这将阻止其他供气企业进入中

国市场，强化了现在的供气垄断局面，造成相对低效和高价。 

 

5.管网建设未来空间及缺口测算 

预计 2019-2020 年天然气管网投资额将接近 3000 亿元。天然气管网 2020 年

将建成 10.4 万公里，而 2018 年天然气管网里程 7.7 万公里。根据历史每公里

管网投资平均价格超过 1000 万元，预计 2019-2020 年天然气管网投资接近

3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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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美国天然气管道建设成熟，一亿方天然气消费配套的管道长度为 41 公里，

而我国仅为 32 公里。假设 2020 年天然气消费 3700 亿方，以美国的成熟管网

比例计算，管道总里程应为 15.2 万公里，仍远大于国家规模的 10.4 万公里。 

 

表格 8. “十三五”天然气行业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  2015 年  2020 年  年均增速  属性  

累计探明储量(常规气，万亿方) 13 16 4.30% 预期性 

产量(亿方/年)  1350 2070 8.90% 预期性 

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5.9 8.3~10 - 预期性 

气化人口(亿人)  3.3 4.7 10.30% 预期性 

城镇人口天然气气化率(%)  42.8 57 - 预期性 

管道里程(万公里)  6.4 10.4 10.20% 预期性 

管道一次运输能力(亿立方米) 2800 4000 7.40% 预期性 

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亿立方米) 55 148 21.90% 约束性 

资料来源：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9. 油气供需预测和管道发展预期目标 

指标 2015年 2025年 年均增速 

原油管道（万公里） 2.7 3.7 3.20% 

成品油管道（万公里） 2.1 4 6.70% 

天然气管网（万公里） 6.4 16.3 9.80% 

原油管道进口能力（亿吨） 0.72 1.07 4.00% 

原油海运进口能力（亿吨） 6 6.6 1.00% 

天然气管道进口能力（亿立方米） 720 1500 7.60% 

LNG接卸能力（万吨） 4380 10000 8.60% 

天然气（含LNG）储存能力（亿立方

米） 
83 400 17% 

城镇天然气用气人口（亿） 2.9 5.5 6.60% 

资料来源：《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0. 天然气相关指标预测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天然气消费量（亿方） 1947 2094 2404 2766 3197  3698  

    消费量增速 3.34% 7.55% 14.80% 15.06% 15.60% 15.65% 

天然气国内产量（亿方） 1357  1379  1491  1611  1758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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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增速 3.42% 1.67% 8.09% 8.05% 9.10% 9.20% 

天然气进口量（亿方） 617  726  955  1220  1438  1772  

    进口气使用比例 31.25% 34.47% 39.06% 43.09% 45.00% 48.00% 

产量与进口量合计 1973  2105  2446  2831  3196  3691  

天然气管网（万公里） 6.4  - - 7.7  7.9  10.4  

每公里管网投资（亿元/公里） 0.1519 

天然气管网投资（亿元） 3759 

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投资机会 

我们对长输管道投资进行测算，假设管输能力 350亿方每年，设计寿命 30年，

管径 1422mm，有内涂层，采用 X80钢，设计压力 12MPa。初始投资中管材投资

将占到 6成左右，工程建设若涵盖站场和防腐的部分，其投资将占剩下到 4成

左右。 

 

图 16： 长输天然气管道投资占比 

 

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1.关注管道生产、建设的投资机会 

根据《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与《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的要求，2020 年

我国天然气管道将建成 10.4 万公里，而 2018 年天然气管网里程 7.7 万公里，

今明两年有 2.5万公里的建设工程有待完成。若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其融入的

资金将加速未来管道的建设速度。据我们前文简单测算今明两年的天然气管道

投资额将接近 3000亿元，其中管材投资额将达到 1800亿元，广义的管道建设

60% 

40% 
管材 

施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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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将达到 1200亿元。 

根据《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2025 年将共有 16.3 万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2019-2025 将新建 8.6 万公里，2030 年国内天然气需求有望达到 6000 亿方，

将需要天然气管道长度达20万公里，2019-2030年有望新建管道12.3万公里，

平均来看未来每年投资额将超过 1000亿元。  

 

管材： 

天然气管线运输的是易燃易爆气体，气体运行时积累大量的弹性压缩能，对钢

材的抗脆性和焊接有较高要求。国标主要有《石油天然气输送用螺旋缝埋弧焊

钢管》GB9711 和《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用直缝电阻焊钢管》SY5297。国内天

然气长输管道多采用 X70、X80 级管材。美国石油协会标准中对于石油天然气

输送管用微合金控轧用钢的钢级牌号，如 X70指材料屈服强度为 70磅/平方英

寸，等于 482.76 兆帕。 

管材制造的国企主要有：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渤海石油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钢管制造分公司、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钢管厂、上

海宝钢集团钢管分公司等。民营企业主要有：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江石油天然气钢管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玉龙钢管科技有限公司等。因为之前

若干年的低油价和长输管道投资的低迷，管材制造的国内产能已经有所下降。 

 

管道建设： 

国内长输天然气管道建设国标主要有《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50251-2015。 

 

 

表格 11. 三种天然气管道的比较 

管道名称 集输管道 长输管道 城市输配管道 

输送介质 原料气可能含硫化氢等有

毒气体 

符合GB50251的净化气 符合GB50028标准，添加

臭味气体 

压力 根据地层压力而定，前期

最高可达到10MPa，开采

后期压力逐渐下降 

一般在4MPa-10MPa之

间 

7个压力等级，从

0.005MPa至4MPa 

输送量 差异大，一般在（1-50）

×10
4
M

3
/d之间，集气总干

线管输量在（50-100）×

10
4
M

3
/d之间 

一般年输气量在几十亿立

方米到100多亿立方米以

上 

以城市大小而定，按整个

管网系统的输配能力来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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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距离 支线一般在几公里以内，

干线可达几十至上百公里 

多数在几百至几千公里，

部分短支线在几十公里 

以整个管网的总长度来衡

量，根据城市规模确定 

材质 基本上都用无缝钢管 以螺旋焊、直缝埋弧焊钢

管居多 

无缝、有缝皆有。0.4MPa

以上以ERW管居多，

0.4MPa以下，广泛使用

PE管 

管径 一般在100-300mm之间，

总干线管有400mm以上。 

一般在500-1000mm之

间，干线多在700mm以上 

城市外环使用700mm以

上大口径，市内各种规格

皆有 

管道布置 支状或放射形布置，从单

井或多井集气并输送到集

气总站 

从净化厂输送到用气城

市，多为单线 

各种压力级制的管道都布

置成环 

主要功能 集气，把气田各单井的气

收集起来送往净化厂 

输气，沿途可接收或分输

气体 

配气，把气体分配到各类

用户 

设计规范 《气田集气工程设计规

范》ST/T0010 

《输气管道设计规范》

GB5025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 

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2.关注储气库的投资机会 

储气库与天然气管道是相辅相成的。天然气供需的高增长对管道和储气库都有

着建设需求。我国现有储气库 25 座，调峰能力 117 亿立方米，我国储气库调

峰气量占天然气消费量的比例仅为 4%，远远低于国际 10%的平均水平。因天然

气管道供给的刚性限制，根据管输能力其沿线需要对应大小的储气库作为调峰

设施。天然气管道的高速建设也必将带来储气库的高速建设。据中国石油网站

信息，到 2030 年，中石油将扩容 10 座储气库(群)并新建 23 座储气库，工作

气量超 150 亿立方米。 

我们预计 2019-2020年间国内储气库投资额将超过 1000亿元才能满足 2025年

超过 4000 亿方的国内天然气需求。根据国际平均水平 11.4%的调峰量，2025

年 4000 亿方的天然气需求需要 450 亿方的地下储气库调峰能力，预计 1 亿立

方米投资 3 亿元，再加上更加昂贵的沿海 LNG储气库以及各省市保障 3天内天

然气需求的地上小型储气库的建设，预计投资总额将达到 1500 亿元。根据地

下储气库 8年以上的建设周期，以及 LNG储罐和地面储气库 1-2年的建设周期，

储气库的投资在 2年内释放才能够与天然气管网投资的进度相辅相成。 

 

3.关注管网附属设施如压缩机制造等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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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输天然气管道配套设施： 

输气站是输气管道工程中各类工艺战场的总称。其主要功能包括接受天然气、

给管道天然气增压、分输、配气、储气调峰、发送和接收清管器等。 

按位置划分:输气首站、输气末站和中间站（中间站包括压气站、气体分输站、

清管站等）3大类及附属战场（包括储气库、阀室、阴极保护站等） 

1、首站是天然气管道的起点，需要净化天然气，当进站天然气压力不足时还

需要具有增压功能； 

2、输气站包括压气站、气体分输站等。为满足长距离输气，通常每隔一定距

离设置中间压气站，一般站间距不小于 100公里； 

3、末站是天然气管道的终点设施，将天然气转输给用户。 

4、压气站主要给管道天然气增压，提高管道的输送能力，需要用到天然气压

缩机。 

5、阀室是为了方便维修，设置截断阀。 

 

天然气压缩机： 

天然气压缩机在长输天然气管道运输中的增压、注气和传输都起到作用，常用

的有往复式压缩机和离心式压缩机两种类型。 

一部分小型天然气压缩机用于 CNG加气站，一部分中大型天然气压缩机用于天

然气管道输送增压设备。 

 

图 17： 压缩机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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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西气东输管道主要采用 NVOVOPIGNONE/GE(新比隆/GE)和 Rolls-Royce 公司的

离心压缩机组。陕京线主要采用美国德莱塞兰公司的离心压缩机、美国库伯公

司往复压缩机和美国德莱塞兰公司的离心压缩机。 

国外用于天然气长输管道的压缩机制造公司主要有：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索拉

公司、惠普公司、英国罗尔斯-罗依斯公司、加拿大奥伦达家公司、西渥公司，

国内公司主要有石化机械等。 

 

四、相关标的 

1. 中油工程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油工程)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的中国最大的石油工程综合服务提供商。公司 2016 年整合了中国石

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和中油工程项目管理分公司 5 家集团公司下属企业,业

务范围覆盖油气田地面工程、炼油化工工程、油气储运工程、LNG工程、非常

规油气地面工程、煤化工工程、海洋石油工程等上中下游工程全产业链。 

重组上市后，公司管道建设业务的营收占比最高达到 40%，毛利占比达到 34%。

因国家管网公司的筹备以及前几年的低油价影响油气行业投资，国家长输油气

管道投资持续低迷。2018 年上半年公司管道业务营收占比为 26%，毛利占比

19.7%，未来反弹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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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4-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增速  图 19： 2017 年中油工程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2. 石化机械 

石化机械是中石化集团下属的装备制造公司，公司于 2015 年整合了中石化旗

下的装备制造等板块并重组上市，业务涵盖石油天然气钻采、油气集输、海洋

工程、天然气应用、石油化工、环保、新能源开发等装备、装置的研制、销售

与检测、运维服务，钻头、钻具、管汇、阀门、井下工具、仪器仪表及相关软

件的研制、销售与检测、运维服务等多个领域。 

2019 年公司发布业绩预告，2018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100 万元-1400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94 亿元，同比增长

15.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利润 0.09亿元。 

石化机械的钢管分公司是我国中南部最大的钢管制造企业，在西气东输、川气

东送等众多重点管线项目中创造了良好业绩。最近 2年公司管道生产业务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维持 30%多的水平，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为石油机械

49%，油气管道 33%，钻头系列销售 18%。公司传统上为中石化提供 50%以上的

天然气管道，现有管道年产能达到 60万吨。2018年公司主要为中石化鄂安沧

和新粤浙两个项目供应天然气长输管道。 

 

图 20： 2014-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增速  图 21： 石化机械主营业务收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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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3. 石化油服 

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石油工程与油田技术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地

球物理、钻井工程、测录井、井下特种作业和工程建设五大业务板块，涵盖了

从勘探、钻井、完井、油气生产、油气集输到弃井的全产业链过程。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始终维持正收益，将实现摘帽。2017 年主营业

务收入构成为钻井 53%，工程建设 25%，地球物理 8%，井下特种作业 9%，测录

井 4%，其工程建设板块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中石化集团的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

投资。 

 

图 22： 2014-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增速  图 23： 石化油服主营业务收入组成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4. 金洲管道 

金洲管道公司是专业从事焊接钢管产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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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最大的镀锌钢管、螺旋焊管和钢塑复合管供应商之一。公司主导产品有

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管、钢塑复合管、双面埋弧焊螺旋钢管、 ERW 直缝电

阻焊钢管、FBE/2PE/3PE 防腐钢管、 PP-R、 PE管材管件。金洲管道在行业内

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的螺旋缝埋弧焊管、直缝埋弧焊管、直缝高

频电阻焊管等产品参与了中缅油气管道工程、坦桑尼亚天然气处理厂及输送管

线项目、乍得原油管道工程、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管道工程等国内外知名大

型能源管道项目的供货。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63 亿元元，同比上升 46.44%。其中，销售各类

管道 81.51 万吨，同比上升 7.77%。分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镀锌钢管营业收

入 2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5.87%；钢塑复合管营业收入 4.5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5.55%；螺旋埋弧焊管营业收入 4.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98%；

直缝埋弧焊管营业收入 2.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63%；普通高频直缝焊

管营业收入 2.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3.99%；高频直缝焊管（HFW219）

营业收入 0.8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67%。 

 

图 24： 2014-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增速  图 25： 金洲管道主营业务收入组成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5. 玉龙股份 

焊接钢管业务为公司的传统业务，目前，上市公司拥有 12 万吨直缝埋弧焊接

钢管产能和 3 万吨螺旋埋弧焊接钢管产能。2018 年上半年，原油价格持续上

涨，加之天然气供需的高增长，“鄂安沧管道工程”、“新粤浙管道工程”等煤

改气工程项目循序推进，油气开采和运输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钢管行

业有所突破。随着下游油气开采景气度的回升，钢管产品需求和价格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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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应用于天然气管道的钢管业务营业收入接近 12 亿元，毛利率在

7.5%-10.93%左右。公司天然气管道业务历史最高营业收入为 20 亿元，毛利

率在 15%-26%左右。 

 

风险提示 

“煤改气”进展不及预期 

为防治大气污染，我国进行大规模煤改气，增加了天然气需求，促进天然气行

业的投资增长。若后期“煤改气”进度不及预期，将建设相应的天然气管网投

资。 

油气管网投资出现较大滞后 

我国油气管网投资受到油价、政策、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若油气管网规划和

进度受到影响，管网投资也会出现滞后，相关投资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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